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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去了这么长时
间，怎么还是红灯？”在解放
路十亩园小区出口的一条
人行横道旁，几位行人围着
自助信号灯的按钮研究起
来。2011年9月，济南市在解
放路的中心医院、泉城医
院、东郊饭店、荣军医院、十
亩园小区等五个人行横道
处安装了自助信号灯。三
年之后这几个自助信号灯
要么由于道路整修销声匿

迹，要么已经不再工作。
“我记得前两年要从

东郊饭店那里过马路，按一
下按钮就可以，这段时间发
现不管用了。”在王小姐所
说的解放路东郊饭店附近，
自助信号灯按钮处还贴着

“过街按钮，按后等待”的字
条，“早都不能用了！”一位
市民指着按钮说。

在北园大街与南全福
大街路口，这些自助信号

灯的处境更为“悲惨”。人
行横道两端的信号灯按钮
不仅不起作用，由于年久
失修也已经锈迹斑斑，其
中一个按钮接近脱落，只
能靠一根铁丝绑住。

“都坏成这样了，还能
用么？”一位市民说这个信
号灯安装了至少半年，刚
开始他们觉得新鲜，还会
尝试去按几下，后来发现
一直没用。

街街头头的的自自助助信信号号灯灯成成了了摆摆设设
交警：这种信号灯“水土不服”，被迫停用

明明写着按一下就能通行，为什么一直不能用？许多市民发现在解放
路、北园大街等处，安装在人行横道斑马线上的自助信号灯按钮成了摆
设。济南交警支队的负责同志介绍，这种自助信号灯在济南“水土不服”，
目前已经停用。针对这种自助信号灯，有车族和行人也有不同的看法。

本报见习记者 高寒 于悦

本报11月5日讯（记者
戚云雷） 5日，家住历

城区唐王镇亓家村的村民
韩先生向本报反映，三天
前自己的嫂子亓女士经过
村子旁边的鱼场路时，因
为天黑看不见，撞上了一
家苗圃私设的升降杆，导
致当场死亡，而苗圃的负
责人却一直躲着不出面。
记者从唐王派出所了解
到，目前警方正在调查处
理。

据韩先生介绍，2日
晚上5点半，他嫂子亓女
士骑车从村子旁的鱼场
路回家，由于没有路灯看
不清路面情况，在经过一
处路障时撞上了升降杆，
导致亓女士的喉咙被撞
断，人也当场死亡。十多
分钟后，路过的村民发现
躺在地上的亓女士，用她
的手机给家人打了电话，
家人才知道亓女士出了
事。

据韩先生称，肇事的
升降杆是旁边的兴华苗圃
私自设的，有一米半高，上
面还有他们苗圃的名字。
事故发生后，他就和家人
一起到兴华苗圃去讨说
法，但苗圃负责人张某荣
一直躲着不出面，只有张
某荣的侄子在，但他说不
知道张去哪儿了，也不知
道张的电话。

由于一直找不到张某
荣 ，韩 先 生 报 了 警 。随
后，从张某荣家所在的东
八户村书记口中，韩先生
得知了张某荣对此事的
态 度 ：“ 不 管 ，爱 咋 咋

地。”听到这样的回复，
韩先生不知该如何是好，
只能和家人守在苗圃，等
待张的出现。

5日下午3点，记者联
系上了兴华苗圃的负责人
张某荣。张表示，自己并没
有躲着不出面，由于事发
当天5点就下班了，所以并
未看到现场，但当晚就已
经跟派出所说明了情况，

“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们也
很同情，但我们确实没有
一点责任。”

张称，升降杆虽然是
自己设立的，但升降杆是
设在苗圃的大门口，离马
路有一段距离，由于苗圃

有南北两个门，所以经常
会有人抄近路从设有限高
杆的苗圃大门过。“别人跑
到我苗圃撞上我的大门，
我有什么责任？”张说。

对此，韩先生称，当初
苗圃设立升降杆是为了防
止小偷开车到苗圃偷花
木，但升降杆并不是像张
所说的设在他的苗圃大门
口，而是两个村子之间的
公共道路上，距离苗圃大
门有200米左右。

历城区唐王派出所一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他们
正在调查，负责此案的民
警在外办案，自己对案情
的调查进展不是太清楚。

骑骑车车撞撞上上限限高高杆杆致致死死，，谁谁负负责责？？

按下按钮，信号灯为啥不变色？

北园大街路口的自助信号灯按钮。 见习记者 高寒 摄

济南交警支队的杨科
长介绍，2011年济南开始
在解放路等五个路口试运
行这种自助信号灯，但实
践证明这种自助信号灯的
效果并不好，因此目前已
经被停用，取而代之的是
普通信号灯。

“试验的初衷是借鉴
国内外其他城市的做法，

协调行人与车辆的运行，
但现在看起来遭遇了水土
不服。”杨科长所说的水土
不服指的是无论是行人还
是汽车，对这个新生事物
都不是很适应。例如有些
行人因为好奇，按一下按
钮后就离开，并没有横穿
马路，造成许多车辆白白
浪费时间。杨科长介绍，尽

管这些自助信号灯都设在
了车流量不是很大的道路
上，但还是遭到了许多车
主的投诉。

杨科长表示，“目前
交警系统已经通过调整
信号灯等措施保障市民
慢行权利，力争用更合理
的方式解决行人和车辆
的矛盾。”

交警：自助信号灯遭遇水土不服

“由行人控制信号灯，
那就会出现一排车给一个
人让路的情景了吧。”崔女
士每天开车上班，路口的
信号灯已经让她饱受堵车
之苦，再提到自助信号灯，
崔女士显得一肚子不满。她
觉得在城区开车，信号灯本
来就不少了，虽然走走停停
但这都是交通规则，她可以
忍受，一旦把红绿灯交到行
人手里，她担心开车族会
更加“悲剧”。

市民许小姐则认为这
种自助信号灯应该被推广

开来。“本来人行横道车让
人就是规矩，这个信号灯
只不过强制司机遵守而
已。”许小姐觉得，若没有这
种自助信号灯，行人过马路
就要绕道很远到大的路口，
或是胆战心惊地边走边避
让过往车辆。这种自助信号
灯不仅为行人提供便利，也
不会对过往车辆造成影响。

“这个信号灯也不是按一
下就变绿的，车辆还是会
有充足的时间。”

毛先生觉得自助信号
灯确实为人们带来便利，

但在设计上应该更加人性
化，这样才可以解决人和
车的矛盾。“有些城市的自
助信号灯只能在夜晚使
用，白天就会变成自动信
号灯。或者是早晚高峰和
普通时段红绿灯时长做一
些调整，这都是不错的办
法。”毛先生建议，在单行
线或是景区、商铺聚集区
附近应该多设置几个这样
的自助信号灯。“泉城路行
人多，直到深夜也有很多
人要横穿马路，可以在这
里做试点。”

有车族和步行族看法不一样

肇事的限高杆为兴华苗圃所设。家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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